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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道書(一)人生的意義 

自古至今，人總是不斷地在探討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因此產生出各式各樣的

思想家、啠學家，他們從歷史、道德、人性、經驗、物質等不同的角度來探索，

就產生各種不同的人生觀和處世態度。傳道書開宗明義所探討的，也就是人生的

意義究竟為何，有許多觀點和世俗哲學或某些宗教觀雷同。只要身為人，就有對

人生終極意義的探索，但也都不可避免的陷入虛空的困境，需要神來指點迷津。 

 

一. 凡事都虛空〔傳道書 1:1-3〕 

所羅門說出智慧的言語(詩 49:3)，乍聽之下雖不像聖經的話，但這些話都有神的

啟示。他指出一個真理，就是當人離了神，與神沒有關係，一切就都顯得虛空。 

1. 作者的引言：傳道書開頭雖沒有具名作者是誰，但卻指出作者的身分和地位，

顯明他就是所羅門，他帶著權柄，對神的子民傳講教訓的話(尼 1:1; 箴 31:1)。 

a. 耶路撒冷王：所羅門的職分是要牧養以色列民。他最終的話是勸勉讀者

敬畏神，謹守祂的誡命(傳 12:13)，別像他一樣離棄神，失去與神的關係。 

b. 大衛的兒子： 接續大衛坐在寶座上，就是預表神所應許要來的彌賽亞，

有榮耀尊貴，智慧能力。就該效法大衛，遵行神的誡命(王上 9:4-5)。 

c. 傳道者的話：傳道者的希伯來文 Kohelet，意思是「將人聚集，並教訓之」。

他說出啟示性的話，被編在聖經正典，指出人的本質與所面對的困境。 

2. 都歸於虛空：「虛空」的希伯來文 habel意思是「空氣、蒸氣(詩 62:9; 144:4)」，

這字在本書出現 37次，說出了人生命的本質，出現少時就不見了(雅 4:14)。 

a. 虛空的字義：這字與亞伯有相同的字根(創 4:2)，通常用來形容虛無的神

(申 32:21; 王下 17:15; 詩 31:6)，也說明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(羅 8:20)。 

b. 虛空的虛空：這種希伯來文句型是極至的意思，如僕人的僕人(創 9:25)，

首領的首領(民 3:32)，歌中之歌(歌 1:1)，又重覆兩次，表示非常的意思。 

c. 凡事都虛空：虛空是本書的主題。神從空虛混沌中創造出萬有，一切的

本質原是虛空，因神的創造而有的(啟 4:11)；若離了神，就都回到虛空。 

3. 人一切勞碌：指日光之下的勞碌，也就是有形質的世界，這世界本出於虛空，

也要歸於虛空。所以，人在這世上一切勞碌的結果，最終都要歸於虛空。 

a. 犯罪的結果：亞當犯罪後，地就受了咒詛，人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

吃的(創 3:17)，直到歸於塵土，才息了自己的勞苦(創 3:19; 啟 14:13)。 

b. 以弗所教會：以弗所教會勞碌、忍耐，為基督的名勞苦，卻因把起初的

愛心離棄而受責備(啟 2:2-4)。所羅門做了許多事，卻離棄向他顯現的神。 

c. 聖徒的勞苦：世上的勞苦不會存到永遠，但聖徒在基督裡的勞苦絕不是

徒然的(林前 15:58)，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(啟 14:13)，是永遠長存的。 

4. 有什麼益處：所羅門多次提到有何益處(傳 3:9; 5:9)。真正的益處不是有形的，

而是無形的；不是今世的得失，而是永恆的生命(太 16:26)。操練身體，益處

還少；惟獨敬虔，凡事都有益處，因為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(提前 4:8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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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無盡的循環〔傳道書 1:4-7〕 

神在虛空混沌中創造萬有，定下萬物的秩序和法則，也賜福給這一切。地還存留

的時候，稼穡、寒暑、冬夏、晝夜就永不停息(創 8:22)。從神所創造的大自然中

來體會神的恩典與祝福。若沒有神的同在，一切的循環和生生不息都令人厭煩。 

1. 一代又一代：神與以色列人立約，叫他們遵行祂的律例誡命，吩咐他們教導

子孫世世代代謹守遵行，神就應許與他們同在，並賜福保守他們(申 5:28-33)。 

a. 神與祂的百姓立約是永約，這關係要傳與世世代代的子孫(創 17:7)，但

每個人都要各別與神建立關係，在每一個世代中與神相遇，進入永恆。 

b. 神應許世世代代作祂子民的居所(詩 90:1)，與他們同在，並賜福給他們，

這應許是給他們和他們的兒女(徒 2:39)。兒女是神賜的產業(詩 127:3)，

神所賜的應許就如被傳承的產業，可以一代傳一代，直到應許實現。 

2. 日出和日落：神創造的第一天，就有晚上，有早晨(創 1:3-5)。神又造天上的

光體，可以分晝夜，作記號，定日子(創 1:14)。日出日落，晝夜循環不止。 

a. 日頭自知沉落：從所觀測的天文現象，便知神創造日月星辰，定下自然

法則，讓日頭自知沉落，也讓活物和昆蟲知道何時出沒(詩 104:19-20)。 

b. 每天都是新的：在神的同在中，每早晨都是新的(哀 3:23)，充滿朝氣，

預備一天的作息，像太陽如勇士歡然奔路。日出而做，日落而息。 

c. 日頭預表基督：屬靈上，基督是公義的日頭(瑪 4:2)，白天代表基督降臨， 

黑夜代表祂不在(彼後 1:19; 約 12:35-36)。聖徒對基督是如此心存盼望。 

3. 風不住旋轉：神定氣象法則，讓風在空氣中運行。希伯來文的風 ruah，與「靈」

通用。聖靈的工作就像風在運行(約 3:8; 徒 2:1-4)，使人重生，被聖靈充滿。

基督升天後，賜下聖靈(約 16:7)，聖靈的工作直到世界的末了(徒 2:17-20)。 

a. 風向南颳，又向北轉：四季運行時，產生不同季節的風，對農作物都是

必要的，冬季寒風使根往下生長，夏季暖風使枝條發嫩長葉(歌 4:16)。 

b. 風帶來建造，也帶來破壞；帶下神的祝福，也帶下神的審判。如乾熱的

東風使海分開(出 14:21)，從西邊海上來的風雲，降下大雨(王上 18:45)。 

c. 風也代表聖靈的工作，世人不認識聖靈，看聖靈工作如同望風(傳 11:4)，

以為沒有意義。但聖徒認識聖靈和聖靈的作為(約 14:17)，並歡喜領受。 

4. 江河歸大海：江河可指聖靈在各人身上的工作，使信的人腹中流出活水江河

(約 4:14; 7:38-39)。江河的水源從何而來，也往何處去；聖徒的靈也流歸於神。 

a. 水往低處流，江河往海裡流。神阻擋驕傲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(雅 4:6)，

並樂意與心靈痛悔的人同居(賽 57:15)。剛硬不悔改的人，不能領受聖靈。 

b. 海卻不滿：這世上最大的就是海，顯出壯闊無限。基督在世服事，聖靈

賜給祂是沒有限量的(約 3:34)。屬祂的人，也要做一樣的事(約 14:12)。 

 

三. 不再有新事〔傳道書 1:8-11〕 

日光之下並無新事，當神創造天地萬物完畢，就歇了祂一切的工，安息了(創 2:2)。

從此，祂只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(來 1:3)，神就不再做任何新的創造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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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萬事厭煩：所羅門內心空虛，因此就覺得萬事都令他厭煩，滿有困乏。但對

屬神的人而言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(羅 8:28)，都有神賜福。 

a. 人不能說盡：神賜人口才，心裡所充滿的，口裡就說出來。所羅門的心

有無限的空洞，表達不盡他的憂悶。聖徒對神的稱謝，則是訴說不盡。 

b. 眼看看不飽：夏娃受引誘的因素之一是眼目的情慾(創 3:6; 約一 2:16)。

他們的眼睛明亮，看到別人身上的刺，卻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樑木(太 7:3)。

當人的眼目定睛在神以外的人事物，就不得滿足，也不能明白(太 13:14)。 

c. 耳聽聽不足：所羅門用他的五官盡情享受，卻不能得滿足。聖徒心靈的

耳目被開啟，聽見聖靈有話說，見到基督裡的榮美，就得滿足(詩 16:11)。 

2. 日光之下：本詞在傳道書中出現 27次，是指有形質的感官世界，是有限的，

是暫時的。但神還創造了日光之上的事，那是指屬靈的，永恆、無限的事。 

a. 所羅門的觀察只在日光之下，也就是在今生今世的事，因為他與神失去

關係，便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讓神的真光照耀他(林後 4:4)。 

b. 日光之下是屬世、屬情慾的事，都將要過去(約一 2:17)。聖徒所盼望的

是在天上永恆的事，若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眾人更可憐(林前 15:19)。 

3. 沒有新事：這世界要像衣服漸漸舊了(雅 1:11)，只有在基督裡，才能作新造

的人(林後 5:17)，可以把舊人脫去，穿上新人，成為神的形狀(弗 4:21-24)。 

a. 神是作新事的神，祂所創造的，沒有兩個是一模一樣的，都是獨特的。

將來先前的天地都要過去，神會創造新天新地(彼後 3:10-13; 啟 21:1)。 

b. 神要造新事(耶 31:22)，祂要在曠野開道路，並在沙漠開江河(賽 43:19)，

對屬神的兒女而言，每一天都是更新的一天，每一件事都是新鮮的事。 

c. 當人沒有與神連接，就一直活在舊人裡，無法體會新事，得不著新心、

新靈(結 36:26)，唱不出新歌(啟 14:3)，就覺得日光之下沒有新事。 

4. 舊事重演：所羅門的時代至今已約有三千年，他的話仍適用於現今的世代，

至今仍是真理。歷史不斷重演，以前所發生的事，將來也必然會發生。 

a. 在亞當裡，世人都犯了罪，隨從舊人的行為，行事為人順從肉體的私慾。

人若不重生，本質就不會改變，他所做的事必隨從舊人和舊人的行為。 

b. 聖徒在基督裡成為新人，就不可隨從過去的舊人，行暗昧的事(弗 5:8)。

有權柄能力，能靠著聖靈治死地上的肢體(羅 8:13)，活出新人的樣式。 

c. 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的神(啟 1:4)，祂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遠，

都是一樣的(來 13:8)。神永不改變的一點，就是祂不斷地做新事。 

5. 不被記念：當神做新事，從前的事就不再被記念，也不再被追想(賽 65:17)。

當聖徒蒙恩得救，神就赦免他們的罪，不再記念(來 8:12)。但神卻會記念與

祂百姓所立的約(出 2:24)，眷顧他們，並賜下救主，拯救他們(路 1:70-73)。 

 

四. 極重的勞苦〔傳道書 1:12-18〕 

所羅門思索人生的意義，結論是神給人的是極重的勞苦，人活著就註定要受苦。

這與佛教和悲觀主的結論很像，人為生老病死所苦，人生是極度的悲觀和絕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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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生來享榮華：從人看來，所羅門一生都蒙神和人的喜愛，沒有遭遇艱苦患難。

神讓他享盡榮華富貴，只要求他一件事，就是效法大衛，遵行主道(王上 3:14)。 

a. 所羅門作王，擁有無上的權力和過人的智慧，他把國家治理得富強康樂，

使他聲名遠播，各國都來與他結親。人所看為福樂的人生，他卻以為苦。 

b. 所羅門沒有失去神給他的恩賜，在他一生中仍是凡事順利，心想事成。

所羅門只因離棄神，隨從別神(王上 11:9)，他的愁苦便加增(詩 16:4)。 

2. 智慧尋出路：所羅門為要尋找到人生的意義，便用盡智慧，查究天下所做的

一切事。神是一切問題的答案，所有道路的出路，離了神，就陷入到虛空裡。 

a. 所羅門發現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，但勞苦不是問題，如摩西的詩

看到人的一生就是勞苦愁煩，轉眼成空，我們如飛而去。惟有被神指教

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，就能得著智慧的心(詩 90:10, 12)，欣然面對人生。 

b. 所羅門與神的關係破裂，只見日光下，卻看不到日光之上。他不像大衛

認罪悔改，就蒙神赦免。他仍看世界，而不仰望神，所看的都是虛空。 

c. 虛空本身是抓不住的，用人的智慧尋找人生的意義，就像捕風。風和靈

是同一字，屬血氣的人不能明白屬靈的事(林前 2:14)，就如虛空捕風。 

3. 註定不更改：神給世界定了法則，就是本質上不能改變，如科學的質能不滅

定律。這宇宙被創造之後，就在恆常的狀態，不能加一分，也不能減一分。 

a. 彎曲不能變直：神造人是照祂的形像和樣式，原來是正直的(傳 7:29)，

但因著犯罪，就虧缺了神的榮耀(羅 3:23)。神定的自然法則不能改變，

但彌賽亞來，使彎曲的變為正直(賽 40:4; 45:2)，使罪人成為聖潔(羅 6:19)。 

b. 缺少不能足數：罪人得贖的代價極高，人不能償還(詩 49:6-9)。惟有基督

為我們付了贖價，使我們脫離罪，享受作神兒女的自由、豐盛，和榮耀。 

4. 智慧的困境：所羅門的智慧面對人生的虛空，顯出人的智慧有所不能行的，

必須靠基督的智慧(林前 1:30)，才能認識並參透神的作為(傳 3:11; 林前 2:10)。 

a. 智慧的經歷：所羅門有極大的智慧和權勢，勝過世上萬人，並有豐富的

人生經歷和深廣的知識。但這些卻不能讓人認識神的作為(林前 1:19-21)。  

b. 智慧的探究：所羅門用盡智慧尋求考查，卻仍找不到人生的出路，仍然

感到虛空。如猶太人查考聖經，卻不到耶穌面前來，就得不著永生(約 5:39) 

c. 智慧的結果：智慧和知識沒有給所羅門找到出路，而是加深愁煩與憂傷。

所羅門忘了大衛已經指出生命的道路，在神面前有滿足的喜樂(詩 16:11)。 

 

結論 

所羅門有超群的智慧，想要為人生的意義找尋出路，結果才發現「虛空的虛空，

凡事都是虛空」。他這樣的結論，一點都不足為奇，因為離了神，去探索存在的

終極意義，就是虛無和荒謬，就如許多無神論的宗教家與哲學家的看法。然而，

聖經啟示我們，天地萬有的存在是因神而有的，人的生命也是神所賜的，要探索

存在和人生的意義，答案就在於神，與神連接，生命就有意義；離了神，萬事都

成了虛空。基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藉著祂才能找到神，也找到人生的出路。 


